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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Q : 最多人的疑問 為什麼要選擇去大陸交換?  

A : 在這個兩岸密不可分的時代中，我們的競爭對手不再僅限於台灣，未來要面

對的是對岸龐大的人口數，因此有機會能在大學時代裡，去一趟中國大陸當交換

學生，實至可貴，在這裡可能比較少體會香港那樣國際化的校園，與歐美不同的

教育體制，但會更了解當地的文化，就在對岸，知己知彼，整個中國的經濟體，

交通硬體設施，和學生吃苦耐勞的態度，拚戰的精神。 

 

 

 



校園文化 

南京大學是中國大陸非常頂尖的大學之一，主要二個校區，鼓樓校區和仙林校區，

鼓樓在市中心內，是舊校區，主要是大四生及研究生在研修，而一般本科生和交

換生都會被安排在仙林校區，是新校區，腹地廣大，附近大學零朗滿目。 

交換生通常被安排在南大的尾端 22 棟和 23 棟，光是仙林校區就有二十來棟的宿

舍大樓，不過在六樓以下的樓層是沒有電梯的，只能徒步行走。有別於台灣通常

大二起就在外租屋，大陸的學校通常會提供在學期間的住宿。 

 

 

 

 

課程學習 

     南京大學學生非常用功學習，早上八點的課，通常七點半就會在教室開始

自習，在課堂上全神貫注，整學期課程以來，沒有任何人會趴下來睡覺，也會有

一個奇特的現象，在台灣並不多見，為求學習，同學會用課本佔前排座位(附圖

一)。此外，課堂上的師生互動，上課主動發言的情況相當頻繁，同學們都能侃

侃而談，講的頭頭是道，邏輯相當清晰，上課能發表自己的看法是一種基本能力，

下課期間，也時常捧著紅寶書，或背著 TOFFL、 IELTS。只要是上課日子，同學

們作息規律、早睡早起，常常過了十二點發微信訊息給他們，回覆時間都是早上

六點鐘左右。，不過比較嚴肅的課程，偶爾會看到同學們上課划手機，最常見的

就是淘寶購物、看股票、微信或者是電子書。 

述說歷程: 此次交換學習中，課堂上認識不少同學，私下跟他們交流，發現他們



都有強烈的企圖心，對於未來的目標都已經有了明確藍圖，有不斷拼命唸外語考

檢定，攻讀國外研究所，亦有決心要創業的同學，聽他們敘說當年在高考期間有

多麼煎熬，軍事化的管理，每天就是苦讀，競爭壓力龐大，對於未來出社會該如

何成家立業的想法比我們來得早，也更成熟，如此眾多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歷

歷在目，反觀自己過去的人生怎麼消極、不努力上進。讓我最有體悟的一點，也

是兩岸學生最大差異，他們很把握當下，他們就是專注於每個細節，以及踏出的

下一步， 而這種專注於當下的生活態度，是相當值得學習的，而不是所謂的”

小確幸”又如同南大書記所言，從南大出去的學生，不輕狂、不隨波逐流，他們

埋頭骨幹，卻不失方向。 看見競爭力，才知道自己要更努力。 

杜廈圖書館 南大的圖書館空間十分廣大，建築，不論是在任何時段，都有八成

滿，根本不要妄想能尋一個好座位，倒是南大有一點我非常欣賞，學校裡的每間

教室，除了上課時段，都是全天開放，大家都可以進去自習，有些宿舍樓下也設

有通霄自習室，尤其臨期末考，不論圖書館或者每間教學樓裡都座無虛席，整間

學校充滿學習的氛圍。 

學習工具 十分多元，有現場講座，比較常見的虛擬現上講座(微信平台主講)，

是相當新穎的一項學習方法，但對他們來說，卻習以為常。 

社團組織  

當然，不只是讀書，他們的組織社團能力也令人驚艷，有聲有色，有很多講座，

也有不少學生比賽，比如辯論對抗，運動賽事，歌唱選拔、文化沙龍，比如十大

歌手，到決賽時盛況空前，還時常舉辦一些文化體驗，例如台灣文化節，能在異

鄉聽到熟悉的台語歌曲、還有土耳其文化節，藏舞表演等多元風貌。 

 

 

       (南京大學杜廈圖書館)                  (學生在圖書館學習) 

 

 



互聯網金融 : 跨界整合，連接一切 

    在商學院課程中，每個老師不分而同地強調互聯網金融的來臨、大數據時代，

已經是國家發展戰略，特別是在組織行為那門課程，蔣老師不斷地激發學生創新

與創業的思考觀念，說明創業是目前在國內的趨勢，隨著「互聯網+」興起，不

論是線上平台、微商支付，又或者是軟件 APP 已經邁向另一階段，在中國大陸，

智慧型手機普及全國，男女老少都持有一台行動裝置，在我的認知中，如果在那

片土地，沒有行動網路是很難生活的。就比如微信裡的軟件功能(附圖二)，手機

話費充值、叫車服務、機票車票、大眾點評團購、電影戲票這些常用的功能，都

能一件搞定，就好比台灣 7-11 IBON 的功能一樣便利。 

線上購物的風氣也是極度盛行，因此在學校有特別的景觀，一整排的快遞街，中

通、圓通、順豐、天天等等在國內有名的快遞公司，在這每天都乘載著無數的包

裹，也是學校裡最人聲鼎沸的一條街了，在後面幾個月的交換生活，幾乎每天都

定時到這一趟，拿自己的包裹也拿代拿朋友的，是個極為「正常」的現象，被融

入了當地的購物習慣，可見中國龐大的物流。 

在硬體設施方便，進展也是十分驚人，地區鐵路正處於快速增長的時期，硬體設

備，從一般列車動車(K)(T)(Z)、動車(C)(D)乃至高鐵(G)層層分別，甚至到上海的磁

浮列車，已經超乎我的想像，中國大陸目前已經是世界上鐵路最密集的國家，也

是全球最大規模的高速鐵路網，除了火車，基本上在東南沿海的城市也覆蓋了地

鐵線，其他省的省會也都陸續規劃幾年計畫，打造城市的殊榮形象。 

 

       (微信功能鍵)                          (國家戰略圖互聯網+)   



對外交流協會(AIC) 

    南京大學對外交流協會(AIC)是專門對於港台交流生給予幫助、解決問題、經

驗交流的一個組織，會定時舉辦一些活動，比如紫金山露營、梅花山闖關，或者

在校內的文化沙龍，音樂會等等，除此之外，學校也會對每屆交換生會舉行一次

出外旅遊行程，我們這次是去西安，交流協會也是全程陪我們，每當遭遇一些困

難，他們都會熱心給予我們答案，他們無私的付出以及熱忱我們都看在眼裡，犧

牲個人時間，陪我們到處奔波，要再次感謝你們。  

 

           { AIC 成員 + 全體港台交換生歡迎宴(上)與送別宴(下) } 

 
                



畢業季  

    趁著最後在學校的日子，我們也拍了一些畢業照，每一張照片都成為在這最

後的印記，在這個春夏交際，有兩群人要從南大畢業了，他們是在這經歷過一切

的南京大學本科生，帶著頂尖學府的履歷光環投入職場，另一群人則是來短期交

流的我們，帶著這種寶貴經驗回到母校就讀，持續準備自己的學習歷程，期勉自

己更積極努力。這年的春夏過得太快太突然，也代表我們要離開南京了，回想在

校的時光經歷酸甜苦辣，充滿喜怒哀樂，令人不捨。記得每當假日，總會有許多

外來的觀光客前來朝聖，在南京大學校門口拍拍照，我想數年之後，我也是其中

之一。 

 

                       (鼓樓校區畢業照，右) 

 

 

 

 

 

 

 

 

 



旅行 

    在結束課程後，我留下一個月的時間給自己在當地旅行，跨越了七個省份和

三個直轄市，延續前緣，也和不少原本在靜宜認識的交換生再一次見面，在過程

中體悟到中國物大地大，什麼奇特的景觀都有。把以前課本中學 到的東西化為

現實，真正的體會到中國的地大物博、歷史悠久。，爬上天下第一奇山，享受黃

山奇險富麗的景色；漫步在天津五大道，感受歐式建築的風貌，怡然自得；在武

漢吃傳統熱乾麵與豆皮，感受市井小民生活；在西安看見兵馬俑，感受歷史遺跡

的浸潤；走進首都，才知道北京故宮是真的古代宮殿建築，去了一趟中國才知道

什麼叫做大開眼界。 

 也會認清一些事實…  殘酷的城鄉差距 

                    原來這裡的紅綠燈只是參考用的 

                    許多觀光區的販賣品，都是坑遊客的錢 

 

也會增長許多知識…  國際青旅(YHA)是一個知性與感性交流的歸處 

                    法令不同，紅燈可以右轉 

                    山東省女生特別高大 

 

                                (黃山) 

 



結語 

   誠如南大總書記所說，感謝同學在自己最美麗的青春年華，選擇了南京大學。 

在我們的成長過程中，很少有時間停下來好好地思考，總有人在你周圍影響著你

的步伐，總是有事情讓你迷失了自己的方向，而交換生期間可以當作個人成長的

空檔年，有一段時間和空間，你可以找尋真正的自己。 

而當我回到台灣後，最常被問到的問題，就是去大陸那邊還好嗎? 

這段期間，有人刁難、有人幫忙，也許人生總不能盡如人意，當離開熟悉圈子後， 

就不能再以同一個角度去看待事情，尊重每個國家文化，這半年我過得很好，有

頹廢、有挫折，很豐富、很精彩。 

最後，要特別感謝靜宜大學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給予機會，使我在大學期間能去接

受不同文化和社會的衝擊。 

 

 

全文完 

 


